
世界銀行管理層發生「大地震」，
集團下屬國際金融公司(IFC)總裁蔡金
勇及首席財務官巴德雷均將離職。外
界認為，世銀行長金墉上任後，宣佈
重組行政架構和削減成本，加上世銀
股東在投資決策上有分歧，導致世銀
行政架構不穩定。
前高盛中國籍銀行家蔡金勇於2012

年10月起擔任IFC總裁，任期原定至
明年，但現在提早一年離職。他任內
積極推動IFC放貸及投資，但因部分
投資用於中國企業上，令其他股東不
安，英、美等重要股東便曾在投資表
決上投棄權票。世銀將於下周開始尋
找蔡金勇的接替者。
來自法國的巴德雷則於前年3月加

入世銀，他致力加強世銀的金融力
量，以應付增加基建投資的要求，並
應對中國領導的亞洲基
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
競爭對手的挑戰。
然而，他去年在世
銀打算削減4億美
元(約 31億港元)成
本 及 裁 員 之
際，仍獲
得高額花
紅，引起
員 工 不
滿。他

今年稍早時候就重組一筆從中國獲得
的貸款的議題，與前司庫安東齊奇針
鋒相對，最終後者掛冠而去。

或動搖金墉地位
接近金墉的人士表示，蔡金勇及巴

德雷離職是正常人事變動。然而，外
界認為兩人離職是對金墉的另一打
擊。世銀一名高層稱，董事局在數月
前舉行的例行會議上，要求金墉須穩
定世銀架構。這意味着董事局希望世
銀管理層穩定，若將來再有管理層離
職，或影響金墉在世銀的地位。

■《華爾街日報》/
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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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總統參選人
虛構獲西點軍校錄取

奧巴馬否決美加輸油管計劃

美國、英國及日本等12個國家
駐緬甸大使館前日發表聯合

聲明，促請政府、各大政黨及社會
各界通力合作，確保選舉過程順
利。吳登盛形容今次大選對緬甸繼
續推行政治改革攸關，希望選舉能
成功舉行，以實現政治平穩過渡。
他相信選舉過程將會自由及公平，
選後亦會與各政治領袖對話，保障
社會穩定。
外界亦關注緬甸今後的民主進
程，緬甸軍政府2008年通過憲法，
保障軍方擁有最少1/4國會議席，
亦掌握修憲的否決權，對緬甸政治
的影響力仍然龐大，吳登盛本人也
是軍人出身。

軍方舉動難測
民盟曾於1990年大選取得壓倒
性勝利，但當時的軍政府拒絕承認
結果，更拘捕民盟多名成員，當地
民主進程一拖便20年。外界估計緬
甸軍方再次作類似行為的機會相對
較低，但前車可鑑，卡特中心緬甸
任務主任斯通斯特里特表明，難以

預測軍方的舉動。緬甸歷史學家吳
丹敏稱，各政治派別需時建立信任
及互相妥協，選舉勝負雙方未來數
月的行動將是關鍵。
昂山上周四表明只要民盟勝選，

自己便會實際執政，地位超然於總
統之上，顯示她願意妥協的機會甚
微。若她真的垂簾聽政，不但觸怒軍
方，亦會破壞憲法賦予總統的權力。
《邁阿密先驅報》的評論更憂慮，這
將令昂山變成「另一個獨裁者」。

兩大陣營或拉攏小黨
民盟以選舉被操縱為由杯葛2010

年大選，可見它缺乏與當局合作的
傳統；USDP內部亦充滿暗湧，從
前黨魁吳瑞曼今年8月突然被撤職
可見一斑。此外，若民盟和USDP
均未能取得過半議席，雙方很可能
要爭相拉攏小黨組成聯盟，這些小
黨大多以少數族裔為基礎，部分傾
向支持民盟，部分則屬現屆政府的
盟友，結盟談判可能膠着一段時
間。 ■《華爾街日報》/

《邁阿密先驅報》/美聯社

今投票 昂山恐變「另一個獨裁者」

緬醞釀變天緬醞釀變天 政局陰霾未散政局陰霾未散
緬甸國會大選今日投票緬甸國會大選今日投票，，預料全國民主聯盟預料全國民主聯盟(NLD(NLD，，簡簡

稱民盟稱民盟))勝出機會較高勝出機會較高，，但當局稱需一段時間才能公佈結但當局稱需一段時間才能公佈結

果果。。目前各方對大選結果的反應仍然成謎目前各方對大選結果的反應仍然成謎，，加上被禁出加上被禁出

任總統的民盟領袖昂山素姬揚言實際領導政府任總統的民盟領袖昂山素姬揚言實際領導政府，，激起激起

執政聯邦鞏固與發展黨執政聯邦鞏固與發展黨(USDP)(USDP)反彈反彈，，當地當地

政局或陷入不明朗政局或陷入不明朗。。總統吳登盛前晚發表總統吳登盛前晚發表

電視講話電視講話，，呼籲選民踴躍投呼籲選民踴躍投

票票，，承諾軍方會尊重選承諾軍方會尊重選

舉結果舉結果。。

美國共和黨初選中民望頗高的參選人卡森，被揭發於
1996年出版的自傳中，虛報多項履歷，包括聲稱曾經獲
美國西點軍校以全額獎學金錄取。傳媒翻查資料，發現當
時西點並無錄取卡森的記錄，質疑他講大話，備受壓力的
卡森前日召開記者會澄清，承認自己從未報讀西點，但同
時批評有媒體借機抹黑。
卡森在自傳《天才之手》中憶述，當年他有幸與越戰

美軍最高指揮官威斯特摩蘭上將見面，之後便獲西點軍
校發出全額獎學金取錄。不過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
調查後發現西點軍校並無相關記錄。
報道刊登後，卡森的競選團隊承認，自傳中有關他獲得

獎學金的描述有錯，卡森在記者會上憤怒澄清，否認故意

歪曲事實，又批評傳媒窮追
猛打。他接受《紐約時報》
訪問時說，自己不可能清楚
記得50年前的事情，稱當
年只是有人稱讚他，說像他
出色的人肯定可獲西點軍校
頒發獎學金。
卡森是共和黨初選中唯

一一名黑人參選人，事件
相信會打擊他的民望。近
期多項民調顯示，卡森在部分最早舉行初選的州份中，
支持率超前另一參選人特朗普。■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宣佈否決美加輸油管計劃，
為這項持續長達7年的爭議畫上休止符。奧巴馬表
示，輸油管項目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指批准項目
將削弱美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領導地位，並對經
濟增長、降低油價或環境無任何建樹。國務卿克里
表示，計劃對環境造成衝擊，將嚴重損害美國持續
領導全球對抗氣候變遷的能力。
受消息拖累，負責興建油管的加拿大橫加公司股

價前日跌5%，公司表示會檢討計劃。今次是近百年

來，美加能源合作首次出現嚴重分歧。加拿大新任
總理杜魯多表示，對奧巴馬否決計劃感失望，但重
申加美關係不會受影響。在野保守黨黨魁安布羅斯
稱，這不代表加國將停止向美出口石油，仍可通過
油船或鐵路出口。
美國媒體認為，雖然白宮已否決計劃，但爭議仍

未解決，橫加公司可能會訴諸法律，要求法院推翻
奧巴馬的決定。

■《紐約時報》/法新社/路透社

西方傳媒關注緬甸大選的同時，亦特別關心當地少數民族羅興
亞人的遭遇。在羅興亞人問題上，昂山素姬與軍方及政府的立場
幾乎一致，這點讓不少視昂山為「人權鬥士」的西方人大跌眼
鏡。原籍緬甸的美國政治學者肯根直言，昂山對羅興亞人問題袖
手旁觀，民盟甚至有意無意借助民間反穆斯林情緒爭取支持，這
些都令昂山失去光環。
今次大選中無權投票者包括若開邦的羅興亞人等穆斯林少數民族。
軍政府過去50年一直推行「緬甸化政策」，即是單一宗教、單一語
言和單一民族，獨尊佛教，排斥穆斯林。緬甸改革開放後，針對羅興

亞人的迫害變本加厲，2011年的衝突中，最少200名羅
興亞人被殺，14萬人流離失所。
羅興亞人的問題因為今年中東南亞難民潮而受到國際

關注，西方原本以為被軍政府軟禁多年的昂山，會為這批
弱勢社群發聲，但昂山反而與羅興亞人劃清界線，對緬甸
其他人權問題的批判亦大大減少。肯根表示：「假如昂山
不是因為太過渴望掌權，假如羅興亞人人數多得可以左右
選情，昂山的態度可能會截然不同。」言下之意即是批評
昂山只為選票而忽視人權問題。■《衛報》/《印度快報》

緬甸政府今次首次引入電腦協助
投票，希望可以加快投票速度，提
高透明度，不過選舉多項安排仍引
起不滿，例如有選民名單出錯、票
站突然取消等。有觀察組織指出，
全國3,300萬名合資格選民中，有
多達15%可能無法投票，其中今年
2月便有多達100萬羅興亞人被取消
選民資格。當地有選民擔心，軍方
可能再次不承認選舉結果，發動政
變，坦言只能在憂慮下投票。
選舉委員會9月曾稱，只能保證

約30%選民資料正確。當局把問題
歸咎於名單數碼化時出現的技術問
題。很大機會在大選中勝出的民盟
稱，非常關注選民登記出錯問題，
該黨調查顯示，仰光部分地區有多
達8萬名選民的名字消失。有選民
稱，他所有家人的名字均不在名單
上，指同區不少居民均出現相同情
況，懷疑當局有意刪掉選民資料。
另有選民表示，不喜歡現任貪腐政
府，認為大選或出現假選票。

■法新社

為選票棄羅興亞人 昂山失光環

名字消失
15%選民或無法投票

美緬關係改善
卡特派孫監察大選

緬甸今日迎來大選，由美國前總統卡特創立的卡
特中心獲緬甸總統吳登盛邀請，到當地監察投票過
程，確保選舉公平可信。由於卡特正治療癌症，
遂由孫兒賈森．卡特率領中心70名監察員到緬
甸。今次是緬甸自軍政府統治近半世紀以來，首
次有美國人獲邀到當地監察選舉，反映兩國關係
自2011年緬甸實施改革以來明顯改善。
有別於之前數十年，緬甸政府今次敞開國家大

門，讓來自28個國家的觀察員前來，聯同約1.1萬名
本地人員一同監察選舉過程。不過卡特中心監察團隊
主管表示，緬甸的選舉透明度仍然不足，緬甸克倫邦
一名居民亦表示，在有監察員的地方，政府會確保選
舉公平公正地進行，但在沒有監察員的地方，將出現舞
弊情況。 ■美聯社

■■執政執政USDPUSDP支持者在仰光支持者在仰光
高叫口號造勢高叫口號造勢。。 新華社新華社

■■支持民盟的選民高舉支持民盟的選民高舉
昂山的照片宣傳昂山的照片宣傳。。美聯社美聯社

■■提早投票的選民領提早投票的選民領
取選票取選票。。 美聯社美聯社

■■有身穿制服的警察有身穿制服的警察
前往投票前往投票。。 美聯社美聯社

■■20132013年吳登盛曾年吳登盛曾
會晤卡特會晤卡特。。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參選人卡森參選人卡森

國際金融公司國際金融公司(IFC)(IFC)總裁總裁
■■蔡金勇蔡金勇

首席財務官首席財務官
■■巴德雷巴德雷


